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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獨型及時間影響的魚種較多 , 而受到潮汐影響竄

馨的魚種卻只有眼斑館一種 , 且其漁獲量像以小潮

期為佳。

(2) 大潮漁況所以較差的理由 , 主要是因獨具材料之 H:;

童不足、旋著物抓力欠佳等使然。
(3) 建議使用大型水泥塊作為聽著物以增加瓶力 , 改用

含鉛獨地及增加二重沉子以防 ,獨型因流強而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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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n the spring-neap- 七 ide

landing of the set net fishery

Jen-Ming Liu . Chi -Yuan Lin ﹒ Chun-chen Liu. Hsi-chi Ou

Depart 齡的。f Fishery,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elu 晦﹒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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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一
、

地球表面上越大部位的海洋每天都有兩次接潮和退潮

的現象
, 白天的 8i 落稱作潮 , 晚上的 � 落稱作汐 o 遠在兩

千三百多年前我們祖先說已經如道潮汐的發生與月亮有很

密切關保 [ 1 ] .而自古以 � 解釋潮汐現象者 , 以牛頓 ( Sir

Isaac Newton) 的萬有引力定律最為合適 o 由於在相對距離上

太陽為質量最大的星球 , 且月亮為最 1i 近地球的星球 , 因
此太陽和月亮為影響潮汐現象最大的爾頓星球 [2.3]

然因地球自轉和公轉的關餘 , 當太陽、月球奧地球剛
好呈一直誨的時候 , 由於太陽和月球引力之和 ( 如團一 )

使得面向月球或太陽之地球表面海水湖差 Ch 任何時候要大
, 這種情形發生在農唐的滿月 ( 望 ) 或新月 ( 期 ) 時各一

次 , 稽之為大潮 (Spring tide) ; 若三者呈四十五度角時 , 引

力互相抵銷
,
此時的潮差 tG 任何時候要小 , 這種現象稽之

為小湖 (Neap tide) .小湖則發生在上述兩個時朗之間 , 約為
農層的﹒切八或二十三左右 o

大多數的漁業生產 , 其漁況的良否往往與海況、潮汐
( 月齡 ) 等具有密切的關像 , 如本省南部的路魚漁業之漁

況與潮汐變動有密切的關像 , 小湖前後之漁獲量較多 , 大
潮前後漁獲量較少 , 此即漁獲量與潮差有逆相關之閱像 ;

又妞集魚燈漁業 , 對青史真學 (Trachurus jaoonicus) 的漁況很

滿月時 ( 大潮期 ) 之集魚妓率較差 ; 但對於罵賊一支釣漁

況則以月月夜之漁獲較佳 [ 4. 5 ] .可見 , 新月的大潮期鳥

賊的釣況較差。

閱� 潮汐與定宣網漁業的報導 , 雖有文章發表 , 但針

對大小湖與定宣鋼融業的專門報告仍罕見之 o 接大森信報

導中國大陸定董獨漁業常利用大潮期來揉捕水母 [ 6 ] ; 黃

健等 [ 7 ] 則認為定萱謂的結漁業於大潮期之平均漁獲量為

小潮期平均漁獲量的47 倍 o 主要是因為大潮時外洋水較迫

近沿埠
, 至使魚群向岸濃集之故。皮富國內 , 業者表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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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時的定董網漁況非但未較小潮期佳﹒而且特別差 , 尤其

到了每年農曆四月中、五月韌的大潮期幾乎形成不漁或漁

期告終情況 o

為了究明圍內定量網漁業大小潮漁況的差異性
, 乃作

本項研究 , 并希望能說出差異之所在及尋求解決之道 o

二、材料與方法

(一 ) 、 資料東頭

本研究所揉用的漁種統計資料 , 保宜蘭新站發定萱漁

搗自民國 66 年 10 月至 72 年 6 月共 6 年度之日創漁種資料。

東澳附近海域是本省定宣漁業的重鎮 , 早期的作業方式是

揉用台網類 (triangular set net) J 民國 63 年 , 東澳新路發漁渴
負責人陳韓、翁桐合先生等 , 率先改用軍落獨 (set net with

single trap) , 待民國 69 年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處 , 為
謀加強聞發本省東部漁業資源 , 引進較大型的雙層落獨 (

set net with double traps) .且以東澳新協發漁場為示範 [ 8 ] 。

故本研究之漁獲統計資料自民國 66 年 10 月起至民國 69 年 6

月期間為單落網型期之漁獲資料 , 民國 69 年 10 月後則為雙

雙落網型之漁種資料 o

經瓷定魚種後 , 依照漁獲情況的好處及運濟價值而選

出13 種魚種 : 分別為紅甘館 ( 每r:.io.la 也臨丘上i ) 、眼斑館 (

社垃E crumenoDhthalmus) 、齒館 ( Sar.daoriental is ) ‘三三二三 (

Exthvnnus alletteratus) 、錯 (Seomberomous commerson) 司于 ?三三 (

SeomberomousU 且已且 ) 、高麗鑄 (Scomber:QJI1QUS 坦白血�) 司三方 ;土

(Triehiurus 扭且恆溫 ) 、赤土虹 ( 包泣位is. 拉拉平 ) ‘二二 ;六三三三

(Se ∞olio 吋don 阻 i站be僧em叫i i) .、塞氏揖 (H 恥�e伺ml仲r喃r
(C臼or鬥VD吭hae 肘enaU 盟血i溢A垃益 ) 及薄葉單棘鈍 ( ι且缸L隘A垃豆血monoe 臼ero 只 ) 等魚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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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將整理之日別資料抽出每月兩次大小潮期之各魚撞機
纏置 , 並在資料旁附上時間、銅塑及潮汐等判別像數 , 如
以下所示 :

、(二 )

; 以下依此類推2 代表第二月
2 代表雙落揭

2 代表小湖

..1 代表第一月

1 代表單落網 ;

1 代表大潮

時間以
銅塑以
潮汐以

再以 Zar [ 9 ] 所接出的多變項變異數分析 ( Multiway factorial
analysis of variances; MF-AOV ) 及主要因子之平均漁獲量差異
性峻定 ( Testing for difference between two means) 以測試各銅塑期

大小潮平均漁獲量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統計量如式
1 - 3 所示 o

Total SS = Nettype SS + Year 5S + Tide S5 + Interaction S5 + Residual SS

MSb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一一

MSw

一一F

文 1 -文 z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3)一一t

.
,.,

o

Sd

其中 , 55. 衰平方和 (Sum of square)

路b 表組閑之均方 (Between groups mean square)

MSw 表組肉之均方 (Wihtin groups mean square)

文 1 衰第一種樣本平均值 (1st sample's mean)

艾 z 衰第二種聲本平均值 (2nd sample's mean)

Sd 表加權後的均方值 (Pooled mea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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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果

(一 ) 、 獨型別大小潮平均單位努力 (Mean CPUE) 海 E質量比較 :

Table 1. Test of mean cpue varied by tides and net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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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C3 1'2

1. 48 0.96
2.15 1.86
1.63 0.66
0.77 0.71
0.74 0.60
0.90 0.12
1.61 0.83
4.50 1.29
1.08 0.16
2.42 1.70
1. 78 0.57
0.62 0.89
1.45 0.61
0.95 0.36

C3 月113 C4/C2 T4

3.01 2.03 主 3.16 2.30 之

2.64 1.41 2.19 1.52
1.81 1.15 3.28 1.26
0.94 0.12 0.72 0.41
2.12 1.31 1.25 0.68
1.18 0.27 0.68 0.50
2.02 1.32 1.62 0.76
3.15 2.23 叫2.29 1.54
1.46 0.73 1.99 1.26
0.94 0.10 1.86 1.15
6.62 2.78 叫 7. 72 1. 25
5.43 2.29* 2.07 1.05
3.07 1.46 0.50 0.60
2.06 3. 訂本 1.69 2.39:::

Note: Cl : mean cpue of single-trap setnet during spring-tide,
C2 ; mean cpue of single-trap setnet during neap-tide.
C3: mean cpue of double-traps setnet during spring-tide.
C4 ; mean cpue of daub Ie-traps setnet during neap 吋 ide.

Tl : T-va lue of C2 月 1. and so on.
事 : sign if icant (5 % ) .

"Sdi" ; is the abbreviation of Sf 丘斗a 也血且斗1 . and "Scs" is the
abbreviation of SelaL crumenophtham 凹 . and so on .

表一乃取揮之 13 種魚種與絕漁獲量分別於不同網型 (

單落網和雙落網 ) .不問潮汐 ( 大潮和小湖 ) 期之平均單

位努力漁獲量 ( C1. C2, C3. C4 ) 及其比較接定緝果 , 分述如

後

的到的漁獲年度保屬於單落鋼期 , 該期間內的小湖漁

況額然較大潮漁況為佳
, 除了齒鑄 (函r:da orienta I i� 護中描寫

成 Sos) 、乙之二三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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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 隘且越.is 位副iU. 筒寫成 Dai ) ‘三三三i ( ⋯ U ...11⋯ H扭扭 U(� f 間

寫成 Hsi ) 四種漁種外 , 其餘魚種及總漁種量之平均單位努
力漁獲量均以小潮期之 CPUE 為寓 , 其中尤以薄藥單棘鈍 (
位且虹.us. monoceros 簡寫成個s ) 差距更遠 8.9 倍 (T-value 1. 09)

70 到 73 年度則為初期 ,
此漁期內小潮漁況仍稍佳於大

潮機況 , 除自帶魚 <Trichiurus 扭且也.us. 緝寫成 TIs) 差距較大 (

4.5 倍 . T-value 1. 29 ) 外 ,
其餘大部分魚種及飽漁獲量大潮

漁說己積見改善 , 酒當性的魚種 , 台灣巴鐘 , 錯 , 高麗錯
鬼頭刀和姆總種量大潮漁說 1E 己略高於小湖漁訝了 ( 表

) 0 ffij 于一三 j.
、 i一叮叮中剖 ,

'J' 閉侃 ur. u:. � 了 ,
主括劉胡

均有較高之平均單位努力漁獲暈

Table 2

o

。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en cpue varied by tides

Species

Seriola 也阻丘li
每扭EcrumenoDhthalmu�
Sardaorientails
Euthvnnus aJJetteratus

Scomberomorus commerson

Scomberomorus 也E且也.1£

Scomberomorus � 血�
Trichiuru� 扭且此.us.

h 且也� 也到iU.
Scoliodon walbeemii

HemirhamDhus 扭扭U
GocYPhaenaU 且阻止.us.

U且虹.us.monocero�
Total catch

Note: ... .
呵. , 5 克 significant.

Mean CPUE

spring-tide

10.24
6.21

81.79
34.97
18.71

3.04
11.22

4.10
39.52

4.03
20.89
18.74

8.46
4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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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alues
neap-tide

15.02
14.08

112. 70
30.86
16.80

3.63
19.51
15.27
38.11

7.34
34.33
14.35
26.32

423.80

1.10
1.98
0.59
0.28
0.32
0.35
1.24
1.30
0.11
1.45
0.53
0.59
1.22
0.17



全期間各魚種大小海犧泊之比較

表二則為 66 -- 73 漁獲年度各魚種大小潮平均 CPUE 所作

之出較
,
其中僅酒當性的台灣巴館、銬和鬼頭刀等三魚種

大潮漁況較小潮漁況稍高一些 , 倍均未達到顫著水準 ; 其

餘大部分的魚種包括錯漁獲量在內仍以小潮的平均 CPUE 諧

佳 o 可見大潮漁況未臻理想的情況 , 未因調型改良而撞得

改善 o

、(二 )

Tables of multiple analysis of variance.Table 3.

Table 3.1 Se 丘址且也且已li

F

9. 詞話
1.48
1.42
0.65
1.39
1.37
0.72

陷 .
7882.62
1257.58
1260.43

547.51
1178.29
1166.56

611.99
848.98
917.87

OF

1
1
8
1
8
8
8

156
191

SSe

7882.62
1257.58
9651.47

547.51
9426. 34
9332. 的
4895.90

132441.01
175313.02

Factor

NT
π
削

NTX π
NTX 附
T宜×削

HTX π×削
Residual

Total

記扭E crumenoDhthalmusTable 3.2

F

4.22 零

3.93�
0.74
0.45
1.63
0.72
0.64

路 .
泣57.34
3034.44

574.27
344.74

1254.64
553.26
496.34
771. 42
785.19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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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8
8
8

156
191

SS.

3257.34
3034.44
4594.13

344.74
100 訂 .15

4426. 11
3970.73

120341.82
149971. 28

Factor

NT

π
附

NT X π
NTX 剛
TEX 附

NT X π×剛
Residual

Total



Table 3.3 鼠tdaorientai Is

Factor

NT

克
制

NT X 祖
NT X 削
TEx 削

NTX' 回×削
Residual

Total

SS.

347510.57
46813.77

39164 ∞ .99
65872.72

1944559.55
2的474.32
39 必49.11

18952144.38
25 位5934. 的

DF

1
1
8
1
8
8
8

156
191

Table 3.4EuthYnnus aIIetteratus

Factor

NT

站
附

NTx 呵 ?

NTX 附
π×削

NT X π×蝴
Residual

Total

ss.

1640.99
812.34

2 必034.76
814.78

196942.03
6051.31

10330.18
1563542.29
2020105.78

DF

1
1
8
1
8
8
8

156
191

Table 3.5Scomberomorus commerson

Factor

NT

TE

削
NTX 祖
NT X 附
TEXMN

NT X TE X 附
Residual

Total

ss.

3332.52
84.10

57403.22
809. 80

17659.11
4818.70
8262.21

231044.22
323455.80

DF

1
1
8
1
8
8
8

156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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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34571 0.57
46813.77

4895 切 .12
65872.72

24. 泌的 .94
泣559.29
49306.14

121488.11
1357 訂 .88

MS.

1640. 的
812.34

鈞。04.35
814.78

24617.75
756.41

1291.27
10022.71
10576.47

MS.

3332.52
84.10

7175.40
809.80

2207.39
602.34

10 泣 .78
1481. 05
1693.49

F

2.86
0.39
4.03 科
0.54
2. ∞怠
。 .27
0.41

F

0.16
0.08
2.99 本家

0.08
2. 鉛字
0.08
0.13

F

2.25
0.06
4.85 諒
。.55
1.49
0.41
0.70



Table 3.6Scomber 可morus 扭扭扭us.

F

0.05
0.13
2.43 家

0.23
1.59
0.23
0.:r1

MS.

6.92
17.48

327.07
40.23

213.59
31.39
50.20

134.59
136.34

OF

1
1
8
1
8
8
8

156
191

SSe

6.92
17.48

2616.57
40.23

1708.69
251.10
401. 60

20996.80
26040.77

Factor

NT

立
附

NIX π
NIX 附
TEx 削

NT X π×剛
Residual

Total

Table 3.7ScomberomorusU 且IlS.l.S.

F

3. 訝
'3.03

14.66 抖
。 .0 。

5.98 束之

3.73 綜
2.60

MS.

3647.87
3366.58

16285.41
4.32

6643.20
4143.42
2885.03
1110.56
2198.73

DF

1
8
1
8
8
8

156
191

SSe

3647.87
3366.58

1302 臼 .31
4.32

53145.57
33147.33
23080.21

173248.0 。

419957.53

Factor

NT

TE
岫t

NTX 咒
NIX 附
呃×附

NTX 咒×剛
Residual

Total

Table 3.8Trichiurus 垃且血泊

F

2.92
1.65
0.85
1.58
0.86
0.66
0.62

MS.

10885.78
6128.10
3164.11
5898.31
3212.57
2461.54
2319.90
3224.57
3627.70

OF

1
1
8
1
8-
8
8

156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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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

W88S.78
6128.10

25312.92
5898.31

25700.55
19692.35
18559.19

581033.01
692890.07

Factor

NI
呃
削

NTX π
NIX 削
TEx 剛

NTX π×削
Residual

Total



Table 3.9 Das:i 也.is 也叫“

F

2.09
0.01
3.04 抖
。 .07
0.83
0.59
1.04

路 .
20187.61

79.65
29327.07

694.59
7963.84
5676.78

10045.61
9651. 93

10216.84

DF

1

8
1
8
8
8

156
191

SS.

20187.61
79.65

234616.59
694.59

63710.73
45414.25
80364.86

1505700.42
1951416.43

Factor

NT

祖
附

NTxTE
NTx 削
T宜×削

NT X TE X 附
Residual

Total

Table 3.10Scoliodon walbeemii

F

0.88
2.03
1.74
1.11
0.66
0.42
0.29

MS.

232.27
536.07
鈞。 .19
291.94
173.47
111. 03

75.94
264.29
255.67

DF

1
1
8

8
8
8

156
191

$S.

232. 幻
536.07
泊81.54

291.94
1387.76

888.26
607.52

41229.34
48832.43

Factor

NT

π
附

NT x 克
NT x 削
π x 削

NTXTEXMN
Residual

Total

Table 3.11HemirhamDhu� 組拉d

F

�.15
0.28
1.14
0.39
1.07
0.60
0.62

MS.

100458.86
8978.87

36302.21
12496.96
33964. 11
19223.74
19731.20
31885.78
31248.25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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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1
8
8
8

156
191

SS.

100458.86
8978.87

290417.68
12496.96

271712.88
153789.93
157849.56

4974182. 泣
5968416.44

Factor

NT

咒
削

NTX π
NTx 附
TEX 附

NT X TE X 削
Residual

Total



Table 3.12CorvDhaena ill 且止.us.

F

7 . 64--:.,*

0.47
6.55 念之

1.53
3.19 抖
。.22
1.37

陷 .
15641. ω

961.19
13400.14

3134.09
6528.30

445.30
2795.24
2046.86
訂44.67

Dr

1
1
8
1
8
8
8

156
191

SSe

15641. 40
961.19

107201.11
3134.09

5泣26.38
3562.39

22361.90
319309.92
524231.62

ractor ‘

NT

π
附

NTX π
NTX 附
咒×剛

NTx π×剛
Residual

Total

Table 3.13 位叫且.us.mono 凹 ros

F

0.08
1.48
0.90
0.75
1.23
1.0 。

0.99

路 .
864.46

15574.51
9430.75
7899.22

12915.31
10474.78
10360.00
10508.17
10520.76

Dr

1
1
8

8
8
8

156
191

SSe

864.46
15574.51
75445.97

7899.22
103322.50

83798.24
82880.03

1639274.76
2009465.89

ractor

NT

TE
削

NTX π
NTX 州
白×附

HTX π×削
Residual

Total

Table 3.14 Total catch

F

20.78 抖
。 .03
6.21 抖
。 .35
1.88
0.65
0.86

陷 .

3155765.20
3868.76

94 筠37.68
52911.29

284983.34
98548.45

130492.26
151860.04
201842.71

DF

1
1
8
1

8
8
8

156
191

SSe

3155765.20
3868.76

7540301.46
52911.29

2279866.74
788387.61

1043938.08
23690166.0 。

38551956.79

Factor

NT

π
削

NT X 呃
NTX 削
TEX 附

NT X TE x 剛
Residual

Total

Hote: Factor; source of var iance. SS : sum of squares, DF; degree
of fr 時dom. MS; mean of squares, F; variance ratio in 也se
NT; H鈍 , 世 ; Tide. 削 ; Month. 之 ; F significant (5%)"
說 ; highly significant (1 的 .

一 2Zl 一



(三) 各因子對大小梅漁況的影響 :

起再將各魚種及錯漁種量作銅塑、時間和潮汐等三因

子的影響情說 �b 較。

表 3.1 - 3.14 是東澳定軍漁搗獨型改良前後各 3 年大小

潮期不間魚﹒種之平均 CPUE 的雙方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結
果。

i!� 能獲量及紅甘館、眼斑館、鬼頭刀等魚種之大小潮
濕況均明顯地受到銅塑改變影響。其中 ,

鐘海、獲量 F 僅為
14.12 J 紅甘館 F 僅為 8.10 J 眼斑館 F 值為 4. 鉤 , 鬼頭刀 F
值則為 5.73 J 亦即改用雙落網作業後之潮汐期間平均 CPUE

較單落街期漁混為佳。而齒館、台灣巴控、錄、中華峰、

高麗錯、自帶魚、書長土虹、尖頭餃、窒氏富麗、簿藥單棘艷

等 + 種魚種大小潮漁況受到銅塑改變的影響則較不明顯。
大小海漁況受到時間影響顯著的魚種計有齒館、台灣

巴鐘、館、中華錯、高麗峰、赤土虹、鬼頭刀等 t 種及德
漁積量亦即不周年度不同漁期之潮汐漁況具有較明顯的差
異性 o

受到劉型及時間交互作用影響的魚種有齒錯、台灣巴

鐘、中華鑄、鬼頭刀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齒館、台灣巴館

、中華鑄等三種魚種調整的 F {直雖然很小並不表示其漁況
不受網型影響 ,

而是因為網型因素已經在交互影響妓果中
反映出� 0 另外 , 受到銅塑及潮汐交互影響的魚種唯獨中
華鋒一種 o

四、討追

之場等力場當漁整潛濕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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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境而冒然投資數百寓的漁具於海中
, 實為不當之舉。因

此
, 對於梅、嶺上的氣象及海況的了解 , 實為對此漁道作合

理化、科學化的利用所不可或缺的要件 o 除了水溫、監度

及海水混濁度、海底地形等環境條件外 , 潮流乃是影響魚

群行動的重要因子之一。

東澳新路發定量漁場擁有穩定的海況條件 [1 幻 , 無論

是海水鹽度的長期變異、水過垂直架構及日變異均屬穩定

狀況。其它諸如地形的影響、風力、浪鐵等亦均較其它漁

場為低。本次試驗緝果額示大部分的魚種小湖平均漁獲量

較大潮平均漁獲量積萬一些 , 但均無明額的差異性存在 (

如表一所示 ) , 而受到潮汐影響最為顯著的魚種 , 也只有
眼斑館一種而已 o 額見 , 潮汐因素對該漁壇的影響亦屬穩

定 o 業者之認為每年農唐四月中、五月初的大潮期發乎不

漁或漁期告往情況 , 主要是因為該期間潮流流速較強的關

像
, 一般而言 , 本省東偉黑潮主流 , 流速是非常種定的〔

13 ] 0 就該漁場漁期 ( 前年 11 月至當年 6 月 ) [14] 而言 ,

沿本省東埠 , 自十月至十二月 , 因受東北季風的影響 , 黑

潮前進的速度被低較為緩和 , 自一月至四月大約為 0.5 簡

單] 2.0 筍 , 到了五月、六月後約為 1.0 街甚至到達 3.0 筒

o 有時一月至四月流速約有下降的過勢 , 像東季之季風與

流向相反之故 o 鐘聲� [12] 報導
, 該海域曾於農曆四月中、

五月初的大潮期出現超過 1 筋的流速 (1.22 及 1. 33) 0 定萱獨

具對潮流流速的上限大致約為 0.6 街頭:j 0.8 節
, 超過 0.6

筒以上時 , 竭獨既發生困難 , 不僅謂地變形 , 也將影響漁

獲 [15-16] 0 東澳新協發定董漁搗每年到 7 五、六月承受如
此強勁的潮流 , 無怪乎獨具會受影響變形而外洋酒當性的

接近型 [17] 魚種 ( 齒館、台灣巴壁、錯等 ) 大量還貓刺入

獨自了 o

總而言之 , 潮汐因素對本漁場的影響和其它海況因子
、氣象因子一樣並不突出 , 也是屬於種定狀況 , 而每年農

曆四月中、五月初大潮漁 ?質量較差的現象 , 並非潮汐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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